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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为适应公安高等院校现场勘查教学的需要，同时也为了提高广大刑侦干警的现场勘查业务水平，我们
编写了《犯罪现场勘查》。
本书编写过程中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
，以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及公安部有关现场勘查的一
系列规定、规则等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立足于现代侦查法治的背景和我国的现场勘查实践，力求对现
场勘查的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进行比较系统而深入的阐述。
本书由王国民任主编，樊家林、吴良培、韩凤任副主编。
参加编写者分工如下：（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）韩凤（副教授）：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第三节、
第四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六章、第十五章第四节樊永岗（讲师）：第三章第一节、第二节
、第四节王国民（教授）：第四章第四节、第七章、第十一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十二章樊
家林（教授）：第五章、第十三章马李芬（副教授）：第八章章俊国（讲师）：第九章、第十一章第
四节、第五节、第十五章第五节吴良培（教授）：第十章、第十五章第一节、第二节、第三节朱桐辉
（讲师，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）：第十四章张洪（讲师）：第十五章第六节、第七节本书初稿
完成后，由主编统改定稿。
在编写过程中，我们广泛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现场勘查理论研究的新成果，在此谨向这些成果的作者
致谢。
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书中缺点、疏漏乃至错误在所难免，诚望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、指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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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传统的观点认为，犯罪现场是指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变化了的有关客观环境的总称。
它包括实施犯罪的地点、遗留有与犯罪有关痕迹、物品的其他场所（包括外围现场和犯罪分子进入、
逃离有关场所的路线等）。
犯罪现场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的客观反映，是犯罪活动的遗址，是储存犯罪信息和犯罪证据的重
要信息库。
《犯罪现场勘查》全面介绍了犯罪现场的保护、临境初步处置、组织与指挥、现场访问等。

Page 3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犯罪现场勘查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犯罪现场第一节 犯罪现场的概念第二节 犯罪现场的特点第三节 犯罪现场的分类第二章 犯罪现
场的保护第一节 现场保护的意义第二节 现场保护的任务第三节 现场保护的方法第三章 现场勘验检查
概述第一节 现场勘查的概念和意义第二节 现场勘查的任务和基本要求第三节 现场勘验检查的管辖第
四节 现场勘查的基本程序第四章 案件的受理与临场初步处置第一节 受理报案的渠道第二节 受理报案
的程序和方法第三节 受理报案的要求第四节 临场后的初步措施第五章 现场勘查的组织与指挥第一节 
现场勘查的组织第二节 现场勘查的指挥第六章 现场访问第一节 现场访问的对象和主要内容第二节 寻
找知情人的方法第三节 现场访问的基本原则第四节 现场访问的基本步骤与方法第五节 对几种访问对
象的访问要领第六节 制作现场访问笔录和录音第七节 对访问材料可靠性的评断第七章 实地勘验第一
节 实地勘验的对象第二节 实地勘验人员行为守则第三节 现场勘验的步骤第四节 现场勘验结束后的处
理第五节 现场复验、复查第八章 现场痕迹、物证的处理第一节 现场痕迹、物证的概念第二节 发现、
提取、保全痕迹、物证的基本方法第三节 现场物品、文件的扣押第九章 现场搜索和追踪第一节 现场
搜索和追踪的对象和任务第二节 现场搜索和追踪的基本要求第三节 现场搜索和追踪的方法第四节 警
犬追踪和搜索第十章 现场实验第一节 现场实验的任务第二节 现场实验的种类与规则第三节 现场实验
的组织实施第四节 现场实验结果的评断第十一章 现场勘验、检查工作记录第一节 现场勘验、检查工
作记录概述第二节 现场勘验、检查笔录第三节 现场制图第四节 刑事现场照相第五节 刑事现场录像第
十二章 现场勘验信息系统建设与利用第一节 现场勘验信息系统概述第二节 全国公安机关现场勘验信
息系统的功能第三节 现场勘验信息的采集内容与存储第四节 现场勘验信息系统的数据结构第十三章 
现场分析第一节 现场分析的概念与作用第二节 现场分析活动的组织第三节 对事件性质的分析第四节 
对案件情况的分析第五节 对作案人应具备的条件与个人特点的分析第六节 侦查方向与范围的确定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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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关于印发《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》的通知附录二 关于启用《现场勘验检查工作
记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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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一章 犯罪现场第一节 犯罪现场的概念一、犯罪现场的定义犯罪现场虽然是侦查理论和实践中一个
由来已久的概念，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统一。
传统的观点认为，犯罪现场是指由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变化了的有关客观环境的总称。
它包括实施犯罪的地点、遗留有与犯罪有关痕迹、物品的其他场所（包括外围现场和犯罪分子进入、
逃离有关场所的路线等）。
犯罪现场是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的客观反映，是犯罪活动的遗址，是储存犯罪信息和犯罪证据的重
要信息库。
随着计算机网络和通讯工具的普遍使用，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也迅速增长。
犯罪行为人常常利用网络的快捷性、隐蔽性、信息的广泛性等特点进行网上诈骗、网上盗窃、网上贩
“黄”等多种犯罪活动，危害越来越严重。
计算机网络是虚拟的空间，由此，产生了一种新的犯罪现场概念，即虚拟犯罪现场。
因此，对犯罪现场的界定应该赋予其新的含义，可表述为：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所涉及的遗留
有与犯罪有关的痕迹、物证及其他证据和犯罪信息的场所，包括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。
有的案件只有一个犯罪现场，也有一些案件的犯罪活动是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分阶段进行的，因而
形成多处现场。
有时勘查的现场可能不是犯罪现场，而是意外事件现场或自杀现场。
但是，在弄清现场性质之前，侦查人员仍然应当将其视为犯罪现场认真对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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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犯罪现场勘查》是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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